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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国肾综合征出血热流行病学研究进展

吴光华

现将近年我国肾综合征出血热（!"#$）流行病学研究概

况作一介绍。

%& !"#$ 疫 区 分 布：!"#$ 的 病 原 体 为 汉 坦 病 毒

（!’()’*+,-.，!/）。我国 !"#$ 除青海、新疆未发现病例外（但

新疆从褐家鼠———!"##$% &’()*+,-$% 检出 !/），其余省（区、市）

均曾有过病例报道。%012 3 422% 年我国 !"#$ 共发病 %52 余

万例，发病多的省有山东、湖北、陕西、浙江、安徽、黑龙江、湖

南、江西等［%67］。发病居前五位的省 %000、4222 年均为山东、

黑龙江、河北、辽宁、陕西；422% 年为山东、河北、黑龙江、陕

西、辽宁。

4&!"#$ 疫情动态：全国 %082 年发病 7 万例，%087 年增至

8&1万，%089 年最多达%%&1万，%08: 3 %002 年降为9&1万、1&%
万、5&2万和5&2万例。42 世纪 02 年代除 %005、%001 年为9&2
万和9&4万例外，其余年份均为 5 万余例［%67］。%000 3 422% 年

!"#$ 发病数分别为58 :19例、7: 8%5例、77 849例。全国平均

病死率 12 年代为8&4;、92 年代为%2&:;、:2 年代为8&4;、82
年代为7&%;，%004 年已降至 4;以下，%009 年以来均在 %;
左右。

7&!"#$ 宿主动物：!/ 具有多宿主性，每一血清型 !/
各有其主要（或原始）的宿主鼠种。迄今全世界已发现 %:7
种陆栖脊椎动物自然感染 !/，我国已发现有 9: 种。在我国

经研 究 确 证 的 主 要（原 始）宿 主 鼠 种 为 野 栖 的 黑 线 姬 鼠

（./’0*1$% "+("(,$%）和以家栖为主的褐家鼠。林区的大林姬

鼠（ ./’0*1$% /*&,&%$2"*）和 实 验 用 大 白 鼠（ !"##$% &’()*+,-$%
"23,&$%）在特定条件下，也可成为本病的主要传染源［%67］。我

国 !"#$ 疫区小型脊椎动物携带 !/ 数量构成见表 %。

表! 我国 !"#$ 疫区小型脊椎动物携带 !/

!!

数量构成

野外 携带率（;） 居民区 携带率（;!! ）

黑线姬鼠 :0 &:1 褐家鼠!! :2&%2
大仓鼠 1&%5 大白鼠!! %4&1:
黄毛鼠 7&57 小家鼠!! :&21
褐家鼠 4&%8 黄胸鼠!! 1&:%
黄胸鼠 %&8: 黑线姬鼠!! 7&21
黑线仓鼠 %&8: 其他小动物!! %&14
小家鼠 !!%&52
其他小动物 5&79

家猫和家猪可从其排泄物排毒。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养

猫及养猪户!"#$感染率和发病率明显较高，提示这两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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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可能成为传病给人的扩散宿主。

5&!"#$ 传播途径：查明 !"#$ 传播途径，对有针对性地

采取预防措施有重要意义。长时期内，由于 !"#$ 病原体未

定，对传播途径的认识，主要来自人体试验和流行病学分析

结果。%0:9 年以来，随着本病特异性检测方法———间接免疫

荧光法的建立和病毒分离成功，寻找出一些敏感动物和细

胞，有了判断结果的科学指标，使传播途径研究取得了明显

的进展。

目前对 !"#$ 传播途径存在着多种途径的看法，认为可

能的传播途径有 7 类 1 种，即：动物源性传播（包括通过伤

口、呼吸道和消化道 7 种途径传播）、螨媒传播和垂直传播，

其中动物源性传播是主要的传播途径［%，4，5，1］。

对 1 种 !"#$ 传播途径及其意义研究的主要结果［%，4，9，:］

如下：

（%）伤口传播：将 !/ 抗原阳性黑线姬鼠的血、尿、粪涂布

于布、纸、草片上，在 <! 9&1 3 :&1、5 3 %1=条件下，58 > 仍有

感染性；%!? 带 !/ 鼠血或2&1 @ABC12 D E? !/ 悬液，即可通过

不显性表皮破损使实验鼠受染。以上研究结果证明鼠感染

的 !/ 排出体外后在外环境中仍有传染作用，微量血即可通

过皮肤破伤使试鼠受染，表明通过伤口较易实现传播。因

此，参加秋收人员发病率高可能与皮肤破伤受感染机会增加

有关。

（4）呼吸道传播：!/ 气溶胶在（472 F 1）BC12 D E7 时，实验

鼠吸入 42 E+( 可被感染。曾多次从大白鼠饲养室内采集的

气溶胶中分离到 !/。%002 年秋收季节，在沈阳市一农村堆

放稻草的草垛附近，当农民搬运时，用空气微生物采样器采

样，采集到较高浓度含量的 !/ 标本；收集该村打谷场上打谷

者佩带的口罩，从中分离到 % 株 !/［8］。研究结果表明 !"#$
可通过呼吸道传播，特别是在室内（如动物饲养室）或野外

（如打谷场）有带毒鼠密集并大量排毒的情况下，所形成的气

溶胶可经吸入感染，甚至引起流行。

（7）消化道传播：研究证明 !/ 可通过消化道感染。特别

是在水利工地、野营宿营地，野鼠常集中于伙房，如未做好预

防工作，食物易被鼠排泄物污染，可通过消化道感染。

（5）螨媒传播：研究结果证明革螨和恙螨能自然感染、叮

刺传播和经卵传递 !/；用 @ABC12 D E? 测定，证明螨体内 !/ 可

经期传播并有增殖现象；从同一疫区鼠、螨、人所分离 !/ 的

抗原性一致，表明存在着传播关系［:］。研究证明革螨和恙螨

在鼠间传播和保持 !"#$ 疫源地有较大意义，有些种类对在

鼠人间传播可能也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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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传播：感染 "# 的黑线姬鼠、褐家鼠、大白鼠孕鼠

都能将 "# 传给胎鼠，而患 "$%& 的孕妇亦可将 "# 传给胎

儿。这种垂直传播，尤其宿主动物中的垂直传播对 "# 在自

然界的持续存在可能具有一定意义。

!’疫苗：我国先后进行了灭活疫苗、减毒活疫苗和基因

工程疫苗的研究。())* 年以来已成功研制出 + 种单价灭活

疫苗：沙鼠肾细胞!型（",-.,,- /0123，"45#；汉滩型）疫苗

（沙鼠苗）、乳鼠脑纯化!型疫苗（鼠脑苗）和地鼠肾细胞"型

（&6728 /0123，&9:#；汉城型）疫苗（地鼠苗）。

+ 种 "$%& 单价灭活疫苗先后获卫生部生产文号。近 (;
年疫区大量人群流行病学观察证明：+ 种疫苗的安全性（接种

反应 率 分 别 为：沙 鼠 苗 ;’;+<、鼠 脑 苗 +’*;<、地 鼠 苗

(’*+<）、血清学和流行病学效果均较好，+ 年内保护率分别

为沙鼠苗)+’+)<、鼠脑苗);’)+<、地鼠苗)=’>;<［(，)，(;］，见

表 ?。

表! + 种 "$%& 灭活疫苗安全性观察

疫 苗 型 别
中和抗体

阳转率（<）!
+ 年内保
护率（<）

沙鼠肾细胞
（@ABC）

单价（!型）
"45#，D(; 株

=;’;;
（天元） )+’+)

乳鼠脑
（E&@F）

单价（!型）
"45#，G%( 株 !(’;) ); ’)+

地鼠肾细胞
（A"BC）

单价（"型）
&9:#，G)) 株 =>’+H )= ’>;

! 基础免疫 (* I 后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接种对象应以 "$%& 高发流行区的高危

人群（与鼠类及野外疫源地接触多的人员）为重点，选用与当

地流行的 "$%& 型别相同的疫苗。接种于上臂三角肌内，不

宜作皮下注射。注射 + 针（;、(*、?> 天），每次注射 ( J8。一年

后用新制同型疫苗加强免疫一次，以提高抗体水平，保持足

够的免疫力。据报告［((］，基础免疫后 H 年内，对人群保护率

仍在 )?<以上。疫苗注射应在流行高峰季节开始前一个月

完成。

近年来，我国又成功地研制出 "$%& 沙鼠肾细胞双价灭

活疫苗［((］，?;;; 年在山东 "$%& 混合型疫区对(; =>=人采用

基础免疫 ? 针（;、(* 天）半年加强 ( 针的免疫策略，接种反应

率为?’>H<；中和抗体阳转率对汉滩型（=HK((> 株）为 (;;<，

对汉城型（L% 株）为>)’!<；通过 ( 年现场防病效果考核，接

种组无病例，对照组（(( H?!人）发病 ) 例（发病率为==’* M (;
万），保护率 (;;<。研究证明，"$%& 沙鼠肾细胞双价灭活疫

苗基础免疫 ? 针（;、(* 天各注射 ( J8），半年后加强 ( 针，现场

和实验室结果证实安全有效，在混合型疫区和疫区性质尚未

明确的地方可以选用。减毒活疫苗及基因工程疫苗研究也

取得了一定进展，但都处在临床前研究阶段。

H’"$%& 预防策略：

（(）环境治理：改造环境，经常搞好室内外卫生，保持整

洁，无鼠洞，加强粮秣、食品、饲料、厨余、垃圾、粪便的管理，

以断绝鼠粮，清除鼠、病原微生物、媒介的栖息和孳生繁殖条

件。

（?）灭鼠防鼠：灭鼠应加强领导，全面规划，查清鼠情（种

类、密度、组成等），分片包干，大面积同时进行。以毒饵法为

主，每年在流行季前进行 ? 次突击灭鼠，将家鼠密度控制在

(<以下，野鼠密度控制在 +<以至 (<以下。经常做好防鼠

工作。

（+）预防接种：对高发疫区和其他疫区的高危人群应大

力推行疫苗接种。

（*）个体防护：不直接用手接触鼠类及其排泄物。田间

作业人员应穿鞋，扎袖口、裤脚口，衣服高挂，不坐卧草地和

草堆；注意保护皮肤，如有破伤及时消毒包扎。在打谷场脱

粒时应戴口罩。

=’部队 "$%& 流行事例与防病经验：

南京军区驻安徽城西湖和丹阳湖两农场部队，自 ()HH
年进入湖区执行生产任务后，即遭到 "$%& 的严重威胁。从

()HH N ()=( 年 H 年间两农场共发病( ??)例，死亡 *? 例。()=;
年大流行时，仅城西湖农场即发病 *H? 例，死亡 ?) 例。在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从 ()=( 年 (? 月开始，在两农场开展了以灭

鼠为主的预防措施，采取“大面积、药物为主、交替用药、反复

灭”的灭鼠方法，使野外黑线姬鼠密度由灭鼠前的(!< N
+;<迅速下降到 ?<以至 (<以下，发病随之明显减少，有的

年份还不发病，有效控制了流行［(?］。

武汉军区湖北沉湖农场、广州军区湖南南湾湖农场［(+］

亦为以黑线姬鼠为主的 "$%& 疫源地，=; 年代经采用大面积

灭鼠方法，均大幅度降低了鼠密度，控制了 "$%& 的流行。

()>? 年 ! N H 月，在吉林省和龙县长红林场某修路部队

中，爆发了一起 "$%& 流行，发病 (;H 例，发病率为?!’!<。

在驻地帐篷内外捕鼠，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鼠肺，结果从

大林姬鼠和棕背 （ !"#$%&’()(*+, &-.(/0)-,）检出了 "# 抗原，

前者阳性率为?(’(<（(? M *=），后者为(?’!<（? M (H）。据此，

确定这两种鼠是这次 "$%& 爆发的传染源［(?，(*］。

())( 年 (; 月至 ())? 年 ? 月，北方某舰船发生一起 "$%&
爆发性流行。该舰船有 (;! 名乘员，经流行病学调查、临床

表现、实验室检查确定为 "$%& ?= 例。发病期间在舰船上捕

到 ?H 只褐家鼠，检测鼠肺标本 "# 抗原阳性 (? 只，阳性率为

*H’?<。通过调查，认为食物被鼠污染可能是本次爆发性流

行的主要传播途径。经卫生整顿，大力灭鼠，加强饮食卫生

管理后疫情得到控制［(H］。

驻陕西空军某部 ()H= 年发生首例 "$%& 病人，()=! 年出

现流行，()=! N ())! 年累计发病 ?!; 例，死亡 ?H 例。捕鼠检

测鼠 肺，"# 抗 原 阳 性 率：黑 线 姬 鼠 为 >’!<，黄 胸 鼠（ 1 2
."03’4#/$-,）为)’!<，褐家鼠为(’*<。通过灭鼠，有效降低了

鼠密度，部队 "$%& 发病率由?>’) M (; 万降至!’; M (; 万，病死

率由+;’><降至 ;［(H］。

山东省部队驻地 "$%& 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结果表明，驻

地是以家鼠型为主的家、野鼠型混合型疫区；病人中家鼠型

占)(’*><、野鼠型占=’?(<；全年各月均有发病，发病高峰家

*(*

 



鼠型为! " # 月份、野鼠型为 $$ 月至次年 % 月；传播途径以鼠

污染食物和鼠源性接触为主；灭鼠防鼠是预防 &’() 的主导

措施［$*］。

+,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疫源地分型：不同类型疫源地在流行特征、宿主种

类、临床表现及病死率、控制与预防措施均有所不同，因此，

准确分型具有重要意义。早年 &’() 疫源地分型方法主要根

据流行季节和宿主动物，但不够准确，需要进一步采用病原

学和血清学方法。

（%）新的血清型 &-：查清新的血清型 &- 以及新 &- 感

染临床型的存在。可结合监测，从不同种类动物分离 &-，进

行血清学和基因分型检测，并结合临床和流行病学调查进行

研究。

（!）宿主动物和传染源：查清与人群关系密切的家畜、家

禽感染 &- 情况，所带 &- 的毒力及排泄物排毒情况，确定其

在传播 &’() 中的作用。

（.）传播途径：加强现场多途径的综合性调查研究，以查

明两型 &’() 在鼠间尤其是鼠人间的传播途径及在不同情况

下的主要和次要传播途径。

（/）早期分型诊断及监测方法：建立及推广适合在基层

单位使用的特异、敏感、快速、简便的早期分型诊断及监测的

方法，例如斑点 012)3、&2、(4&2 及 (5647(。

（#）疫苗预防：改进现有灭活疫苗，提高其免疫效力和稳

定性，降低其不良反应，减少接种针次及完善其免疫策略。

同时加强研制减毒活疫苗及基因工程疫苗，为疫苗的更新换

代做准备。

（*）防制对策：继续坚持以灭鼠防鼠为主的综合性预防措

施，同时对高发疫区和其他疫区的高危人群推广疫苗接种。

（+）流行病学监测：应经常进行监测，以掌握疫情动态，

做好预防工作。主要内容包括，人间疫情监测主要为全年各

月发病数、发病率等，鼠间疫情监测为鼠种组成、鼠密度、鼠

带病毒率和抗体阳性率、&- 型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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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全国霍乱、伤寒病原分析与检测研讨会纪要

%88! 年 $ 月 $: " %$ 日，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中心）疾病控制处领导、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组织，并由广

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办，在广西南宁召开了“全国霍乱、伤寒病原分析与检测研讨会”。%# 个省、市、自治区的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及部分省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共九十多名代表（其中正式代表七十多名）参加了会议。会议中讨论了病原

学监测在整个监测工作中的意义和作用、开展病原学监测的策略、基本原则与方法，一些专家作了有关研究的进展报告，部分

省份的代表报告了近几年开展的霍乱和伤寒分子流行病学监测分析工作的结果。会议上提出了建立霍乱、伤寒菌株信息库

和开展霍乱伤寒病原监测网络（项目）的设想，为此会议分组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此次研讨会强调了病原分析和病原监测在

霍乱、伤寒预防控制中的作用，将来随着病原监测的广泛开展，能够为霍乱、伤寒的监测提供更多更深入的信息，与流行病学

监测相结合，能对爆发流行监测做出更准确和实质性的分析，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霍乱、伤寒监测的水平。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

 


